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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就是我的家”

1965年，刘海峰出生在天津一户贫苦农

家，年幼失去双亲的他，吃着“百家饭”长

大。1984 年，刘海峰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来到他的第二个“家”——第 80 集团军某旅

“红一连”的前身原沈阳军区某团“红一连”。

“我们连诞生于 1931 年 12 月 14 日的宁

都起义，先后参加大小战斗 2000 余次，形成

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尖刀精神……”

新兵下连后，时任指导员林昌才向全连新

兵讲述连史。听着一段段光辉历史，看着

一面面荣誉战旗，刘海峰的内心既激动又

自豪。

训练场上，刘海峰展现出超乎常人的

韧劲，武装越野训练从 5 公里延长到 10 公

里、15 公里，身上的负重从 20 公斤增加到

30 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被评为“军事

训练先进个人”。

刘海峰生性乐观开朗，和战友们的关

系也很融洽。相处时间长了，大家渐渐发

现他的一个“秘密”：谁也没看到过刘海峰

家人来信，也从不见他主动写信。班长杨

国政在谈心时了解到，原来刘海峰从小就

失去了双亲。

1985 年春节前夕，连队组织官兵给家

乡父母写家书寄深情。当战友都在写家书

时 ，刘 海 峰 望 着 窗 外 ，怔 怔 出 神 。 次 日 清

晨，早起的刘海峰发现枕边多了一沓信封，

上面都写着“海峰战友收”。原来，了解刘

海峰家庭情况的杨国政，与班里其他战友

商量，决定每人为刘海峰写一封“家书”。

看着信中的真情话语，刘海峰的眼泪止不

住地往下掉。这一刻，刘海峰感受到久违

的家庭温暖，也是从这一刻起，刘海峰打心

眼儿里把军营当成自己的家，把战友当成

自己的亲人。

同年 10 月，刘海峰所在连队远赴内蒙

古执行国防电缆施工任务。在一次清渣行

动中，刘海峰发现碎石中掩埋几枚哑弹，便

立即向指导员报告。生死考验面前，刘海

峰主动请缨排除未爆弹。在得到准许后，

他摸着碎石碴儿，一点一点摸排。现场的

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惟有“啪嗒啪嗒”滴落

的汗水，仿佛在告诉大家时间没有静止。

哑弹彻底排除了，战友们迅速围了上

来。“还好吗？”“有没有受伤？”面对战友们

的关心询问，刘海峰的热泪蓦地涌出眼眶，

顺着脸颊滑落。

“ 军 营 就 是 我 的 家 ，战 友 都 是 我 的 亲

人。那一刻，我脑海里只有完成任务和保

护好我的亲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刘海

峰说道。

完成任务归来，连队被原沈阳军区评

为“国防施工先进连”，荣立集体二等功，刘

海峰被评为“优秀团员”。

1987 年 5 月，刘海峰所在部队赴大兴安

岭地区执行扑火救灾任务，“红一连”奉命

坚守在塔河西部。扑火时，乱窜的火苗烧

焦了刘海峰的眉毛、头发，裤子也被划破烧

焦，脖子、手和脸都存在不同程度烧伤。但

他全然不顾，始终奋战在最前沿。经过 27

天的昼夜连续奋战，全连官兵成功把大火

拦在了公路以北，保住了塔河县。

任务结束后，连队被原沈阳军区授予

“ 扑 火 抢 险 钢 铁 连 ”荣 誉 称 号 。 刘 海 峰 因

表现突出，被团评为“十佳战士”，并光荣

入党。

进了党的门，刘海峰找到了人生新方

向，干劲更足了。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大功

二班”副班长。“大功二班”因在战争年代两

次荣立集体大功而得名，和平时期也因军事

训练成绩突出多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为

了给同班战友做好表率，刘海峰每天到训练

场全力以赴，所有重难点课目都是第一个

训。同年年底，他带领班级在全团步兵专业

建制班比武考核中取得了 14 个课目中的 8

个第一，班级荣立集体三等功。

战友曹金虎回忆：“在一起 4 年，我很少

见刘海峰休息过，每次出公差都有他的身

影，白天训练结束，晚上还要加练两小时，

休息日还要主动到炊事班帮厨……”

“我甘愿做一个‘傻子’”

翻开一份泛黄的报纸，一句话跃入记

者眼帘：“只要有益于人民，我甘愿做一个

‘傻子’。”这篇题为《精神富足的战士》的新

闻报道刊发于刘海峰退伍前夕。也正是这

篇报道让战友们了解到，身边一直默默无

闻的他，竟悄悄做了那么多好事。

1987 年，刘海峰在公主岭市一中担任

校外辅导员时了解到，该校初三学生张起

因家庭贫困，萌生辍学打工的想法。

班主任告诉刘海峰，张起踏实好学，多

次被评为三好学生。经与学校沟通，刘海

峰主动与张起结成一对一帮带对子。回到

连队，刘海峰经过连续多天的思想斗争，决

定把父母留给自己唯一的遗产——一套房

子卖掉，用来资助张起完成学业。

“房子没了以后可以再买，孩子不上学是

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他将自己的想法

告知老家的表姐，遭到表姐的极力反对。“这

是你父母留给你唯一的生活保障，不能卖！”

一次、两次、三次……在与刘海峰多次交

流后，表姐被他的执着打动，帮着把房子卖

了。刘海峰每个月从卖房款中拿出一部分钱

资助张起，直至他毕业。

在学校做辅导时，刘海峰发现有不少

学生有自行车不骑，推着走。了解情况得

知 ，原 来 是 道 路 颠 簸 破 损 ，学 生 们 苦 不 堪

言，自行车损坏也比较严重。

“既然没钱帮学生们修路，那就免费为

学生们修车吧。”在与学校领导商量后，一

个简易的修车摊在学校门口“开张”了，几

套修车工具整齐地摆放在地上，补胎胶、链

条、扳手、轮毂钢丝一应俱全。那段时间，

刘海峰得知学校正在筹建阅览室，又主动

捐出 200 元，为学生购买 400 多本图书。

“当时我们一个月津贴才 12 元，每次发

完津贴，他只给自己留 2 元。”班长杨国政回

忆，“算起来，捐给学校的那 200 元，海峰攒

了近 2 年。”

1994 年，刘海峰的女儿刘博诞生，当时

他和妻子的收入勉强只能维持一家三口的

基本开销。但是，他依然坚持每个月资助

乡里的一所小学一批铅笔、橡皮、作业本等

学习用品。

刘海峰的行为有时让妻儿不理解。他

却说：“我出生在穷苦家庭，知道穿不暖、吃

不饱是什么滋味，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看

见群众有困难，就忍不住想搭把手。”

如今，刘海峰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工信

局 下 属 包 装 印 刷 厂 工 作 。 他 常 常 提 醒 自

己，不能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作为党员，只

有 为 党 争 荣 誉 的 义 务 ，没 有 给 党 抹 黑 的

权利。

刚到新的单位后，他发现工厂附近有两

户居民家中有留守儿童。于是，他每周都会

买些生活用品利用休息时间前去看望。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刘海峰的女儿

刘博从小就埋下一颗乐于助人的种子。到

养老院做义工、给贫困山区学子捐款、支援

乡村振兴……她说：“在我眼里，父亲这颗

忠诚奉献的心，永远鲜艳而炽热，父亲一辈

子都在为人民服务，这是他的初心，也是我

的初心，我会带着它一直走下去。”

“我的心永远忠于党”

“我的心永远忠于党。”5 年军龄，35 年

党 龄 ，刘 海 峰 早 已 将 忠 诚 与 担 当 融 入 血

脉。“红一连”政治指导员包新柱告诉记者，

刘海峰自 1989 年退役以来，每年都会给连

队党支部写一封信汇报思想。

翻阅刘海峰的一封封来信，“红一连”

官兵不禁感慨：“尽管退役多年，他依旧是

那个‘精神富足的兵’！”参加抗洪抢险、抗

震救灾、疫情防控，每当人民群众有需要的

时候，都能看到他挺身而出的身影。

1998 年 8 月，嫩江平原发生洪灾，刘海

峰第一时间赶赴抢险救灾现场。发现堤坝

出现管涌，他毫不犹豫扛起沙袋冲了上去，

水位在不断上升，管涌口的巨大吸力将他

困在水底，他因大脑缺氧陷入昏迷。

2008 年 1 月，刘海峰辗转 2000 多公里

前 往 湖 南 郴 州 ，参 加 抗 击 雨 雪 冰 冻 灾 害 。

长时间户外劳作，四肢被冻伤。事后很多

人不解，你那么远过来帮忙还这么拼命，究

竟图啥？他坚定地回答道：“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老百姓受灾了，我哪能袖手

旁观？”

同年 5 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刘

海峰又是二话不说从辽宁沈阳出发，奔赴

汶川抗震救灾一线。参与救援的第三天，

听说有关部门组织身体素质好、救援经验

丰富的志愿者组成突击队，担负更艰巨的

救援任务，他想都没想就立即报名。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已

经 55 岁的刘海峰得知自己所在的北二街道

社区内防疫工作人员不足，便主动向社区申

请加入志愿者队伍。大家担心他身体吃不

消，都劝他回家休息，他却坚定地说：“我是

咱社区的老党员，志愿服务怎能没有我。”

与 33 封信一同寄到“红一连”的，还有

33 张汇款单，面值从 1989 年的 10 元增加到

如今的 200 元。每张汇款单背面都有一行

小字：用于帮助有困难的官兵。

厚厚的信件旁边，有一本费用支出台

账：2007 年，战士薛庆阳母亲生病住院，连

队为其送去慰问金；2015 年，新兵邓文训练

时受伤，连队为他购买营养品；2021 年，河

南籍战士张重生家里遭遇洪灾，连队及时

送上生活补贴……

“我们将信件和汇款单复印件按年份

整理，陈列在连队荣誉室中。”“红一连”指

导员包新柱介绍，“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

役，我们都会讲述刘海峰的故事，激励官兵

永葆初心，矢志奋斗。”

近年来，连队年年被集团军评为“基层

建设先进连队”，5 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

层 党 组 织 ”，2020 年 被 北 部 战 区 陆 军 评 为

“备战打仗先进单位”。

“我们是人民的红一连，脚踏大地心向

蓝天，钢枪在手，重任在肩……”采访结束

时，刘海峰再次唱起“红一连”连歌。声音

虽有些沙哑，但记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军人

的豪情和热血忠诚，在他心中激荡。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强 国 ，不 仅 要 在 物 质 上 强 ，更 要 在

精 神 上 强 。 精 神 上 强 ，才 是 更 持 久 、更 深

沉、更有力量的。”刘海峰是一个精神富足

的 兵 ，虽 然 已 经 脱 下 军 装 ，但 自 觉 为 党 分

忧 、为 国 奉 献 、为 民 服 务 的 军 人 本 色 从 未

改变。

一朝是军人，一生铸军魂。老兵们在

火热的军营曾绽放最美青春，在有限的服

役期内，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

绩 ，用 忠 诚 和 汗 水 创 造 了 无 数 辉 煌 ，也 铸

就 了“ 爱 党 、爱 国 、爱 人 民 ”的 精 神 特 质 。

退 役 后 ，这 些 宝 贵 的 精 神 特 质 一 直 延 续 ，

凝聚成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

大能量。

不同的战场，一样的担当。脱下军装，

他们有的成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爱党、信

党、跟党走，初心不改、奋斗不止；有的成为

传递爱心、服务奉献社会的志愿者，把大爱

化作行动，用温暖播撒希望；有的成为扎根

边疆、建设祖国的奋斗者，攻坚克难，敬业

奉献；有的成为振兴乡村的领头雁，带领一

方百姓建设美丽家园；有的成为返乡创业

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回馈社会……他们秉

承军队光荣传统，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

命，展现出退伍老兵信仰坚定、勇挑重担的

最美姿态，他们的美是忠诚之美，是奉献之

美，是奋斗之美，更是时代之美。

戎装虽卸，老兵本色依旧。不论时代

如 何 发 展 ，人 民 军 队 的 宗 旨 永 远 不 会 改

变。习主席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强调

指出，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心

中 装 着 人 民 ，工 作 为 了 人 民 ，想 群 众 之 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

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

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他

们 虽 告 别 军 旅 ，离 开 军 营 ，但 不 忘 为 民 初

心、不改军人本色，只要人民需要，他们就

会挺身而出，始终奋战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老兵们曾

经 响 应 号 召 从 军 报 国 ，大 力 弘 扬 听 党 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英勇

奋战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战斗岗位，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脱 下 戎 装 ，他 们 始 终 坚 守 军 人 本 色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用 忠 诚 和 担 当

融入新时代的洪流，汇聚起奋进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

老兵精神，永不褪色
■郑虎钢

永远当一名永远当一名““精精神富足的兵神富足的兵””
—记第80集团军某旅“红一连”退伍老兵刘海峰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杨五阳 黄 凯 张 超

5年军龄，时间不长不短，他从一名普通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35年党龄，他用了近半生时间，矢志不渝践行着入党之初许下的誓言。

老兵名叫刘海峰，今年 57岁，脱下军装已有 33个春秋。一日从军，军魂入骨。不论是现役还是退役，刘海峰几十

年如一日乐于助人、甘于奉献，一直坚守着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誓言。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还是那个“精

神富足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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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连队组织官兵到荣誉室学

习刘海峰的事迹。 杨五阳摄

图②、图③：每次收到刘海峰的

来信，连队都要组织“讲老兵故事，话

优良传统”故事会活动。 杨五阳摄

图④：刘海峰在厂房内操作包装

机械生产加工。 黄 凯摄

图⑤：刘海峰向连队邮寄的部分

信件和汇款单。 杨五阳摄

图⑥：连队官兵在学习室学习刘

海峰来信的场景。 杨五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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